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2015, 52(6): 14441450.   DOI: 10.7679/j.issn.20951353.2015.174 

 

                           

* 资助项目 Supported projects：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201103022） 

**第一作者 First author，E-mail：woshikuikui.ok@163.com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zhiqiliu@cau.edu.cn 

收稿日期 Received：2015-03-09，接受日期 Accepted：2015-04-24 

 

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结构与动态研究* 
公维敏**  张  龙  王  珊  刘志琦***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昆虫系，北京 100193） 

摘  要  【目的】 探究小麦捕食性昆虫群落结构以及动态规律，为小麦害虫的生物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试验采用了网捕法、陷阱法、黄盘法和马氏网法定期采集地表、小麦植株上的捕食性昆虫，并

将其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计数和数据分析。【结果】 两年共采集捕食性昆虫 1 479头，属于 4目 7科 22

种，其中龟纹瓢虫 Propylaea japonica (Thunberg, 1781) 为优势种；小麦拔节期之前几乎没有捕食性昆虫，

抽穗期和扬花期捕食性昆虫个体数和物种数逐渐增加，灌浆期和乳熟期物种数继续增加、个体数则迅速增

多；捕食性昆虫群落的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H′、均匀度指数 E，均随时间整体呈现低-高-低-高的

变化趋势，而优势集中性指数 C 和优势度 B 则整体呈现高-低-高-低的变化趋势。【结论】 该研究结果对

小麦害虫的生物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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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dynamic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predatory insects in wheat fields 

GONG Wei-Min**  ZHANG Long  WANG Shan  LIU Zhi-Qi***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improve the biological control of wheat pests by investigating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predatory insects in wheat fields. [Methods]  Sweep-netting, pitfall traps, yellow plate and malaise 

traps were used to collect regular samples of predatory insects which were then identified in the laboratory. [Results]  A total 

of 1 479 predatory insects from 22 species, 7 families and 4 orders were collected. Propylaea japonica (Thunberg, 1781) was the 

dominant species. Few predatory insects was collected during the wheat jointing stage, both species number and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specimens collected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e heading to the flowering period, after which species number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rapidly rose from the filling to maturing stage.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 (E) showed the same low-high-low-high trend over time, whereas the Simpson dominant 

concentration (C) and dominance (B) displayed a high-low-high-low trend. [Conclusion]  The data collected provides basic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biological control of wheat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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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单一的

种植模式和粗放的耕作管理措施，使得农田生态

系统越来越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章家恩，

1999）。保护和利用捕食性昆虫是生物防治中重

要的手段之一，具有调节植物和植食性昆虫数

量，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李巧等，2008），也

是目前生物防治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林明江

等，2012）。国内关于捕食性昆虫群落在许多农

业生态系统都有研究，如烟草（巫厚长等，2005）、

玉米（侯美珍等，2005）、桃园（米宏彬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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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林（师光禄等，2006）、稻田（刘雨芳等，2003）

以及高粱田（刘思竹等，2014）等，国外对于捕

食性昆虫的研究多集中在捕食性昆虫的保护和

利用等方面（Mensah，1999；Ghulam et al.，2001； 

Zhang and Swinton，2011；El-Dessouki et al.，
2014）。 

小麦是我国第三大粮食经济作物，总产量仅

次于水稻和玉米，对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有

重大的影响（王述民等，2011）。高书晶等（2006）

对内蒙古麦田从营养层和功能团等水平层面分

析了麦田昆虫群落的结构、多样性及其动态规

律；吕文彦等（2010）研究了河南省新乡麦田害

虫与天敌群落动态变化及时间生态位；另外，还

有多位学者分别就不同小麦品种（邹运鼎等，

2002）、不同杀虫剂的使用（刘爱芝等，2002）、

不同的种植模式（周海波，2009；李川等，2011）

情况下，以及利用吸虫塔技术（蒋月丽等，2012）

对麦田蚜虫和主要天敌种群动态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但是，农田生物群落受到地理位置、土壤

条件、气候类型、人类的生产活动等多方面的影

响（尤民生等，2004），并且对于麦田捕食性昆

虫群落的组成缺乏全面系统的调查。 

本文系统研究了河北省赵县麦田捕食性昆

虫群落组成、结构及其动态规律, 旨为该地区捕

食性天敌昆虫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小麦试验

基地，试验地大小约为 180 m×130 m，小麦品

种为石麦 18 号。在试验期间，试验地不施用任

何农药。 

1.2  调查方法 

田间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7 日至 6 月

17日和 2014年 4月 28日至 6月 11日，约每 7 d

调查一次。2013 年采用的采集方法有网捕法、

陷阱法、黄盘法，2014 年除了以上 3 种方法以

外，新添了马氏网法。试验采用等距取样法，每

种采集方法每次调查选取五个小区，小区间隔为

15 m。将采集到的昆虫分别装入 75%的酒精溶液

中，带回实验室鉴定，成虫和幼虫(或若虫)均做

统计。 

1.2.1  网捕法  小区大小为 15 m×7.5 m，在每

个小区内均匀扫网，一个来回计 1网，扫 10网。

每次调查共计扫 50网。 

1.2.2  陷阱法  小区为 7.5 m×7.5 m的正方形，

在小区中央的 1 m×1 m小正方形内，取五点，每

点各设置一个陷阱。整个试验地共设 25个陷阱。

陷阱由两个塑料杯（高 9 cm，口径 7.5 cm）相

嵌埋入土中而成，杯口不能高于地表（刘杰，

2006）。杯壁上方 1/4 处打一个小孔，防止雨水

过多，导致采集到的昆虫流失。塑料杯内倒入

40~60 mL ︰ ︰的糖醋液，糖醋液比例醋 白糖 医

︰用酒精 水＝2︰1︰1︰20（贾彦霞和王新谱，

2013）。此方法主要用于诱集地表捕食性昆虫。 

1.2.3  黄盘法  小区大小为 7.5 m×7.5 m，在小

区中央放置一个黄盘，共放置 5个黄盘。黄盘内

加入九成满自来水和少量洗衣粉，以减小水的表

面张力。 

1.2.4  马氏网法  2014 年在试验田内设置一个

马氏网，马氏网收集瓶内盛有 75%的酒精，每次

调查收集瓶中的昆虫并更换瓶中的酒精溶液。 

1.3  数据处理与群落分析方法 

采用群落丰富度 Pi， Shannon-Wiener (1949) 

多样性指数（Index of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H，Pielou (1975)提出均匀度指数（Evenness）E，
Simpnon (1949)优势集中性指数（Index of domi-

nant concentration）C；优势度（Dominance）B
进行群落分析（张孝曦，2002a）。 

Pi = ni/N， 

H = ∑Pi(lnPi)， 

E = H/lnS， 

C = ∑(Pi)
2， 

B = nmax/N。 

式中，N 为群落的总个体数，ni为 i 物种出
现的个体数，S 为群落里的物种数，nmax为群落

中数量最多的物种的个体数，i的取值范围为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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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相对丰富度 Pi的大小，当 Pi≥0.1、0.05≤Pi＜0.1、

0.01≤Pi＜0.05、Pi＜0.01将物种划分为群落优势

种、丰盛种、常见种和偶见种（张飞萍等，2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捕食性昆虫群落组成和物种丰富度 

经过两年的调查，共采集到捕食性昆虫 4目

7 科 22 种，包括鞘翅目的瓢虫科和步甲科、双

翅目的食蚜蝇科和食虫虻科、脉翅目的草蛉科、

半翅目的姬蝽科和花蝽科。从表 1 可见，2013 

年的优势种为龟纹瓢虫 P. japonica (Thunberg, 

1781)和黄斑青步甲 Chlaenius micans (Fabricius, 

1792)，还有 7 个常见种和 7 个偶见种，没有丰

盛种；2014 年优势种为龟纹瓢虫 P. japonica 

(Thunberg, 1781)，丰盛种为黄斑青步甲 C. micans 

(Fabricius, 1792)和大灰优食蚜蝇 Eupeodes 

corollae (Fabricius, 1794)，还有 3个常见种和 11

个偶见种。两年的采集结果略有差异，天气条件

不同、小麦的生长情况各异以及采集方式的不同

等都可能是导致此差异出现的原因。 

 
表 1  麦田捕食性昆虫种类和相对丰富度 

Table 1  Predatory insect’s species and their relative richness in wheat field 

2013 2014 

种 Species 个体数 
Individual number

相对丰富度 Pi 

Relative richness
个体数 

Individual number 
相对丰富度 Pi 

Relative richness

龟纹瓢虫 Propylaea japonica  188 0.6937 851 0.7033 

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0 —— 6 0.0050 

黄斑青步甲 Chlaenius micans  40 0.1476 105 0.0868 

小头通缘步甲 Pterostichus microcephalus 4 0.0148 4 0.0033 

蝼步甲 Scarites salinus  4 0.0148 19 0.0157 

蠋步甲 Dolichus halensis 1 0.0037 6 0.0050 

棒婪步甲 Harpalus bungi  0 —— 2 0.0017 

直角婪步甲 Harpalus corporosus  0 —— 2 0.0017 

大星步甲 Calosoma maximoviczi   5 0.0185 0 —— 

偏须步甲 Panagaeus cruxmajor 1 0.0037 0 —— 

偏须步甲 Panagaeus robustus  1 0.0037 0 —— 

大灰优食蚜蝇 Eupeodes corollae  4 0.0148 113 0.0934 

黑带食蚜蝇 Episyrphus balteatus 8 0.0295 43 0.0355 

长尾管蚜蝇 Melanostoma mellinum  1 0.0037 1 0.0008 

短舌小蚜蝇 Paragus compeditus  0 —— 2 0.0017 

方斑墨蚜蝇 Melanostoma mellinum  0 —— 9 0.0074 

细腹食蚜蝇属 Sphaerophoria sp. 2 0.0074 10 0.0083 

食虫虻 Asilus sp. 6 0.0221 7 0.0058 

日本通草蛉 Chrysoperla nipponensis  4 0.0148 26 0.0215 

丽草蛉 Chrysopa formosa  0 —— 2 0.0017 

华姬猎蝽 Nabis (Nabis) sinoferus  1 0.0037 0 —— 

微小花蝽 Orius minutus  1 0.0037 0 —— 

总数 Total 271 —— 1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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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个体数和物种数的动

态变化 

图 1和图 2分别显示了 2013年和 2014年小

麦捕食性昆虫个体数和物种数随时间的动态变

化。 

图 1表明，2013年的个体数量在 5月 20日

前最少（0~5头之间），5月 20日至 6月 1日之

间有少量（3~31头之间），之后数量迅速增加，

到 6月 10日达到最大值 153头，其中采集到的

龟纹瓢虫占 87%，随后又逐渐降低；2014年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20 日之间有少量（12~52 头），

随后迅速升高在 5月 28日达到最大值 614头，

其中龟纹瓢虫占 80%，之后逐渐降低，6月 1日

至收获数量较多（234~253 头之间）。两年捕食

性昆虫个体数动态整体变化表现为在扬花期（5

月 10日至 5月 20日左右）之前个体数较少，在

灌浆期和乳熟期（5月 20日至 6月 10日左右）

迅速增加，在收获（6月 10日至 6月 20日左右）

前逐渐降低的趋势。 
 

 
 

图 1  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个体数量动态 
Fig. 1  Dynamics of individual number of predatory 

insect in wheat field 
 

图 2 显示了物种数的动态变化，除 2013 年

5 月 15 日前麦田进行灌溉，未收集到昆虫外，

两年的物种数随着时间整体呈现逐渐增加趋势。  

除了 2013年与 2014年两年间捕食性昆虫个

体数和物种数的共同变化趋势，从图 1和图 2，

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出，2014 年捕食性昆虫的种

数和个体数量整体高于 2013 年，其中主要原因

有两个，一是 2014 年增加了马氏网采集，且采

集效果比较理想，二是气候因素。2013年 3月、

4月温度较低且干旱，特别是 4月下旬出现的降

雪天气，不利于昆虫（包括天敌和害虫）的发育，

导致早期蚜虫及捕食性昆虫数量相对较少； 而

5—6月雨水天气较多，对蚜虫有较强冲刷作用，

相应的同期捕食性昆虫也较少。 

 

 
 

图 2  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物种数量动态 
Fig.2  Dynamics of species number of predatory insect 

in wheat field 
 

2.3  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主要特征值及其动态 

图 3和图 4分别显示了 2013年和 2014年的

捕食性昆虫群落主要特征值的动态变化，可以看

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
E，变化趋势一致，随时间整体呈现低-高-低-高

的变化趋势，而优势集中性指数 C 和优势度 B
则整体呈现高-低-高-低趋势。 

由图 3 可以看出，2013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27日多样性指数逐渐升高并在 5月 27日升至最

高，此期间的均匀度指数相对较高，变化平缓，

在 6月 10日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降至最低，

之后至收获前又有所回升。图 4 显示 2014 年 4

月 28日至 5月 12日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逐

渐升高，在 5月 12日升至最高，到 5月 28日两

指数降至最低，随后又升至次高。在 2013 年 6

月 10日和 2014年 5月 28日两指数降至最低，

主要原因是龟纹瓢虫的大量出现，其采集数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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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时采集到的捕食性昆虫总数的 80%以上。而

优势集中性指数和优势度均与当年的多样性指

数变化趋势相反。 

 

 
 

图 3  2013 年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结构特征值动态变化 
Fig. 3  Dynamics of predatory insect communit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dex in wheat field in 2013 
 

 
 

图 4  2014 年麦田捕食性昆虫群落结构特征值动态变化  
Fig. 4  Dynamics of predatory insects communit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dex in wheat field in 2014 
 

由此可见，不同年份间，气候因素对捕食性

天敌的影响是很大的，同一时期不同种群在捕食

性昆虫群落中的数量比例以及不同时期同一种

群所占比例也有所差异。 

3  讨论 

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越高，则生态系统物种

丰富，稳定性越好（崔金杰和夏敬源，2000 ），

优势度越大，群落内物种间个体数差异越大，其

优势种突出，种间竞争激烈，群落处于不稳定状

态（张孝羲，2002b ）。通过两年的系统研究，

查明河北省赵县麦田生态系统中捕食性昆虫的

主要种类共有 4目 7科 22种，其中龟纹瓢虫为

优势种，其次为黄斑青步甲、大灰优食蚜蝇。小

麦拔节期（5月上旬）之前几乎没有捕食性昆虫；

抽穗期和扬花期（5月上旬至 5月下旬）捕食性

昆虫个体数和物种数逐渐增加，捕食性昆虫群落

的多样性指数达到高峰后又开始降低，表明此期

间捕食性昆虫群落稳定性最好；灌浆期和乳熟期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个体数迅速增多，物种

数则逐渐增多，此时由于龟纹瓢虫的大量出现，

捕食性昆虫群落的优势度增加，但均匀度指数等

降低，这时也是当地小麦主要蚜虫大量发生的季

节，瓢虫对蚜虫的控制能力达到最大，因此利用

麦田间作油菜或豌豆（王万磊等，2008；周海波，

2009；李川，2011）以提高瓢虫的密度，此时施

用适量的对天敌具保护作用的选择性杀虫剂或

生物制剂不仅防治效果佳，而且能够充分发挥自

然天敌的控制能力（刘爱芝等，2002），实现小

麦的绿色安全生产。 

天气条件、土壤条件、农事操作、化学农药

的使用以及麦田其他动植物群落等都会对捕食

性昆虫群落产生影响，如 2013 年捕食性昆虫物

种数和个体数明显少于 2014，一个原因就是 2013

年小麦生长后期多雨水天气，对昆虫尤其蚜虫有

一定的冲刷作用，使得捕食性昆虫数量减少。所

以对于捕食性昆虫的研究，两年的调查结果远远

不够，应当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天气等进行多年

连续、系统的调查才能更准确地掌握发生规律，

从而为麦田捕食性昆虫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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